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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其中历史建筑既是我国历

史的见证者，同时也是现阶段我国探寻历史文化的重要

载体，建筑在时间的洗刷下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

记忆，一旦被破坏，难以实现恢复和接续。无论一座城

市中的历史建筑如何破旧，其内在的文化内涵以及历史

厚重感是无法消失的。因此如何使用新技术对历史建筑

进行保护成为我国历史研究以及城市建设领域中学者工

作的重点。现阶段常用的技术主要就是利用三维激光来

获取建筑的信息，对于扫描困难的地区使用倾斜摄影测

量作为补充。但是因为两者之间的数据异源，所以其成

本较高。因此我国学者提出使用贴近摄影测量技术来对

历史建筑进行测量，进而实现对历史建筑的保护。

一、贴近摄影测量概述

贴近摄影测量其实不算是现阶段较为新颖的摄影技

术，最早应用在我国的滑坡、岩石坍塌等地质灾害的调

查、监测与预警工作中。在我国重庆市高山峡谷区地质

灾害专项调查技术大纲中，就存在要求无人机使用倾斜

摄影手段来对山体和危险路段进行及时的测量，进而辅

助开展地质调查工作。通过这种测量技术的应用，一方

面降低了工作人员工作的威胁，另一方面提高了传统观

测手段的精准度。因此确实对地质调查工作起到了十分

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在我国历史建筑保护、城市建筑建

模等领域，使用贴近摄影测量能够较为精准的描绘出建

筑的具体三维数据和坐标，进而对后续建模以及保护工

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意义。贴近摄影测量技术还应用在

我国的水利工程监测领域，能够通过使用无人机来到达

人工无法到达的区域，进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

的质量和效率。贴近摄影测量是区别于垂直航空摄影测

量以及倾斜摄影测量的一种新型摄影测量方式，主要就

是利用拍摄设备靠近物体的表面，进而获得高精度的影

像，在后期对影像进行处理的过程中，能够实现被拍摄

对象的三维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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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贴近摄影测量应用在历史建筑保护中的意义

历史建筑既是我国的国家文化载体之一，同时也是

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必可或缺的精神寄托。例如北京的

故宫、颐和园、东直门，或者是湖北武汉的黄鹤楼，正

是因为这些历史建筑的存在，对彰显城市风貌、人文精

神以及我国的历史厚重都能够起到积极意义。但是近年

来我国的历史建筑保护工作进展缓慢，主要就是因为随

着时间的延长，历史建筑中的原料也在不断的消失，这

对历史建筑造成了较大的损伤。而忽视历史建筑的脆弱

性开展的保护工作不仅不能实现保护目标，甚至在一定

程度上有可能会造成历史建筑的破坏。因此历史建筑保

护工作的开展前提就是对历史建筑进行充分的了解，进

而结合历史建筑使用的原料和所处的环境对历史建筑进

行修复和保护，从而发挥历史建筑的积极作用。因此将

贴近摄影测量技术应用在历史建筑保护工作中，既能够

切实避免保护工作对历史建筑造成伤害，同时能够提高

摄影测量工作的精准度，为后续开展历史建筑修复和保

护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贴近摄影测量应用在历史建筑保护中的措施

1. 无人机数据采集

贴近摄影测量技术应用在历史建筑保护工作中的第

一步措施，就是利用无人机进行数据的采集。在这个过

程中，无人机会结合预定的程序来实现自动飞行以及拍

摄，例如完成建筑物里面以及屋檐下飞行拍摄，通过这

种方式来为后续工作提供精准的测量数据 [1]。为了保证

后续数据的可利用性，因此无人机在进行数据采集的过

程中，会按照既定的航线进行飞行，同时会按照要求采

用定时的方式对数据进行采集。工作人员在开展无人机

数据采集工作之前，能够使用软件或者是计算机编程的

方式来保证无人机采集数据过程中的运行稳定性。需要

注意的是，无人机在采集数据的过程中对环境要求相对

较高，因为需要避免无人机受到电磁干扰或者是雨水的

侵袭。尤其是对于无人机上的镜头而言，雨水的进入可

能会导致镜头出现霉斑，最终影响无人机成像效果。因

此工作人员在使用无人机的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开潮湿或

者是下雨的天气，从而提高无人机数据采集的准确性。

2. 自动航线规划

自动航线规划是无人机采集数据过程中极为重要的

工作内容，自动航线规划的合理，能够降低无人机成像

出现畸变的概率，同时还能保证无人机数据采集过程中

运行的稳定 [2]。因此工作人员应该重视自动航线规划工

作，现阶段航线的规划工作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工

作人员将标志性建筑拍下来，通过标志性建筑的识别来

规划无人机的方向。第二种是工作人员设置好无人机运

行模式，这样无人机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能够根据周边

环境的变化来确定行进的路线。最常见的自动航线规划

方式是第一种，因为这种方式能够切实保证无人机的运

行轨道正确无误，同时还能够结合标准性建筑的识别来

确定无人机的位置，进而实现摄影技术控制，能够显著

提高采集数据的精准度。此外，在设置的过程中，工作

人员还应该设置无人机航向、旁向重叠度以及偏航角、

起始以及终止高程。

图2　导入影像数据

3. 建立模型

在无人机采集数据之后，应该连接计算机结合数据

构建历史建筑的三维模型，完成摄影内容以及历史建筑

的项目合并 [3]。在实际构建模型的过程中，对于需要连

接点以及控制点的位置，能够使用软件中的模型构建功

能或者是使用预先设置的特征点来完成模型的合并。通

过这种方式，工作人员既能够结合实际的三维数据模型

构建立体模型，同时能够在数据模型上尝试使用新型的

修复技术或者保护措施，降低后续实际修复和保护工作

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概率。例如工作人员能够将修复技术

来应用在数据模型中，进而观测模型的损耗以及结构稳

定性，对于不满足使用要求的技术和原料可以进行适当

的放弃。对于在模型中应用效果较为良好的技术或原料

应该进一步考虑历史建筑的自然环境和原料特点，通过

这种方式来有效提高历史建筑的保护以及修复工作质量

和效率。图1　无人机俯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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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建立三维模型

4. 无人机以及镜头的选择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也逐渐提

高。现阶段市场中质量相对较好的无人机有大疆、特洛

以及精灵，在无人机配件系统应用领域，大疆遥遥领先。

因此工作人员在实际对无人机以及镜头进行选择的过程

中，应该结合实际的经济条件来选择。如果经济条件有

限，那么能够选择特洛或者是精灵，如果经济条件相对

充裕，那么能够选择大疆以及系统配件，这样能够获得

相对较好的贴近摄影测量效果，为历史建筑保护工作奠

定数据基础。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历史建筑保护工作中应用贴近摄影测

量技术能够更好的为历史建筑建模以及后续保护工作的

开展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础，同时能够为历史建筑复原和

重建提供精准的数据。因此工作人员应该重视贴近摄影

测量技术的应用意义和重要性，结合历史建筑的实际情

况来选择合理的技术满足历史建筑保护的要求，最终为

我国历史建筑在国家传承文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

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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